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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粉体工业通鉴:2005版》是由我国粉体行业众多知名专家学者、信息资深人士和30余家行业媒体
共同打造的大型粉体信息类专业资料工具书，是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粉体行业发展动态的窗口，信息交
流的平台；努力为粉体设备、粉体加工技术和粉体产品生产企业沟通信息、相互了解架起桥梁；为从
事和涉及粉体工业的研究、生产、销售的各界人士提供全方位的行业动态、市场和技术信息。
《通鉴》（2005版）为首卷，今后将每年一集，以“编年体”方式如实记录中国粉体工业发展的新进
程，成为我国粉体工业发展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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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政策信息1.1 近年来国家鼓励粉体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综述1.2 最新与粉体工业相关的产业政策
提要1.3 2004年与粉体工业相关的国家产业政策提要1.4 科技部界定《粉体与纳米材料整体目录》1.5 商
务部、海关总署调整钨粉出口许可证1.6 微粉化技术成为北京中药领域的重点发展技术1.7 超细粉体材
料等多个粉体项目进入《辽宁省产业发展指导目录》1.8 纳米粉体列人福建省2005-2007年高技术产业
专项扶持的重点领域1.9 河南省注重发展超细粉体材料等新材料产业第二篇 专家论坛2.1 中国科学院院
长路甬祥：纳米技术15年内将实现规模应用2.2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中国的纳米研究不落人
后2.3 纳米材料首席科学家张立德：纳米粉产业前途无量2.4 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胡迁林：超
微粉体是“十一五”重点发展的化工新材料2.5 中国颗粒学会副理事长胡荣泽教授：发展粉体产业应注
意的问题2.6 我国粉体行业知名专家郑水林教授：超微粉体加工技术的发展趋势2.7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
昌纯：先进陶瓷对原料粉末要求高2.8 清华大学沈万慈教授：石墨产品深加工要做到纯、细、形2.9 农
业部赖来展研究员：微化技术挖掘黑色食品超营养素2.10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僖：常温粉碎法使废旧轮
胎变“黑色污染”为“黑金”第三篇 论文选萃3.1 论文选登超细粉碎设备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粉体设
备发展前景探析粉磨工艺及设备的发展粉碎新技术概述中药粉碎设备之浅析国外超微粉碎设备的发展
现状超微粉体的应用与加工技术矿物资源精加工与功能矿物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浅谈中药微粉的开发应
用及存在问题功能性食品资源加工新技术——超微粉碎技术略论超微粉碎设备广告的针对性3.2 2004年
度粉体行业论文精选摘编3.2.1 综述类3.2.2 粉体制备3.2.3 粉体设备3.2.4 粉体测试3.2.5 表面处理与改
性3.2.6 粉体应用3.2.7 其他第四篇 市场经纬4.1 市场预测五种加工设备市场需求量大超微粉碎加工成套
设备是鱼用饲料加工设备现代化发展方向干燥设备市场前景看好专家预测未来十年我国纳米材料与纳
米技术有新突破今后几年纳米粉体材料应用规模仍将保持15％左右的增速纳米材料与技术发展热点和
趋势涂料是纳米材料大有可为的领域4.2 市场分析碳酸钙市场未来前景分析超细硅酸铝市场正在形成合
力，尚要加强行业自律钛白粉市场前景分析金属粉体材料应用前景广阔欧洲滑石、重钙生产企业的现
状非金属矿粉体材料的应用与发展前景分析中药超微粉碎研究渐成热点果蔬粉加工前景看好纳米银系
抗茵粉体前途光明纳米陶瓷的发展前景纳米催化技术发展前景好超微淀粉包装材料发展前景广阔绿色
纳米包装材料用途广我国粉状材料包装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粉碎分级技术应用于废旧电子产品，再利用
前景看好废橡胶资源利用有商机4.3 行业聚焦碳酸锶行业亟待上规模提品质超纯精细石英砂原料亟待技
术突破百家小厂粉尘污染目击记我国稀土直面“廉价”之痛⋯⋯第五篇 行业动态第六篇 成果推介第
七篇 专利信息第八篇 项目信息第九篇 业界精英第十篇 他山之石第十一篇 行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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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快速凝固、熔体旋转、高压水、气雾化制粉、激光、等离子体气相反应、有机
前躯体热解法等制备高纯超细粉、纳米粉体和多功能复合粉体；（2）温压成型、注射成型、喷射成
型等先进粉体成型技术；（3）低温真空（气氛）压力烧结、微波、激光、放电、等离子等快速致密
化烧结技术及低温烧结技术。
4.先进的材料表面改性技术材料表面通过施加履盖层或改变形貌、化学组分、相组分、微观结构等改
性技术处理，赋予材料优异物理化学性能和各种特殊功能。
材料表面改性技术应用非常广泛，可制备出具有导电、磁性、压电、屏蔽、耐蚀、耐磨等单功能或多
功能应用产品。
本年度重点支持：（1）MEWA源等离子体沉积技术；（2）激光溶覆技术；（3）微弧氧化技术；（4
）各种先进的高效、低成本的物理和化学气相沉积膜技术。
六、精细与专用化学品4.超细功能材料超细功能材料是化学工业中传统无机材料经产业升级、产品结
构调整后堀起的一类新型材料。
因其特殊的结构和性能，可广泛应用于环境、安全、健康等众多领域。
超细功能材料往往具有较有机材料更为明显的优势和其结构和性能的不可替代性，已发展成为当今国
际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热点领域。
超细功能材料技术创新的重点是材料的产业化制备及工业应用，主要包括结构控制、形态及尺寸控制
和表面性质控制技术和高分散均匀复合技术及产品。
本年度重点支持：（1）分子组装制备超细功能材料；（2）结构、形态及尺寸可控和表面性质可控超
细无机功能材料的应用；（3）具有电子转移特性的分子材料（如光、电、磁致变色、导电材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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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粉体工业通鉴:2005版》是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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